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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是教会所指定的敬老主日。我们

的讲题是“对老年人品格的要求。”

很直接的，三个品格就是：节制、端

正、克己。乍看之下，好像是中国人

对年长者的赞许。中国人对年长者赞

许的成语不计其数，最普遍的，也是

大家所熟悉的，我可以列举一二： 

「德高望重」意思就是道德高尚，名

望很大。 

「宝刀未老」形容人到老年还依然威

猛，不减当年。 

「雍容华丽」形容态度文雅从容，庄

重大方。 

只是保罗对于老年人品格，不是一种

赞许，而是一种对信仰敬虔表现的要

求；强调在教会里那些具有社会地

位、身份的老年人，他们具有维护教

会向社会的见证，传承信仰给下一代

的责任，就必须具有这些品格。 

 

这三个品格：节制、端正、克己，看

来简单，其实也是不容易解释。一方

面三个品格之间，好像意思都很接近

或是彼此相通的；另一方面，当我对

照中文译本和英文译本，它所表达出

来的意思竟然有很大的差距。就如节

制有英文翻译为 Calm，意思就是稳

定，那与华文翻译节制相去甚远。那

只好从原文来考究。经查究将他们的

意思简扼列下。节制意思是“没有醉

酒。”端正意思是“尊贵。”克己意

思是“审慎地审判。” 

 

对老年人的劝勉 
关于对老年人的劝勉，在分析经文之

前，我们先来处理这些老年人在当时

的社会地位。 

 

老年人的社会地位 

保罗为什么特别抽出来讨论老年人？

原因很简单。保罗看到一个理想的师

傅，最好只教导那些与他同性别的

人。保罗吩咐提多教导老年人和少年

人，而女性和男性也需要教导，但对

少年的妇女指导的责任却留给年长妇

女。 

 

保罗大致按家属关系来划分伦理教

导，之后才转到适合用于克里特所有

的信徒的普遍原则。这反映保罗的社

会观是以男性主导，而年老的男人是

领导者。这也反映了对年长者的尊

重。在当时的社会以男性作领袖。而

现时华人教会里以年长的男性和女性

去领导众人，都是属正常的。 

 

为什么保罗要循着这个传统呢？当时

社会对新的宗教带着怀疑的态度。因

此，任何偏激的行动都会导致社会动



盪，甚至会危害到教会。虽然我们无

法肯定人到哪一个年龄才算为老年

人，但更重要的是，要明白在保罗时

代的老年人有其社会的地位，他们是

有权威，不像今日很多文化里所认为

的，年老者是弱者。提多书所提到的

老年人相等于现代有势力的人士，现

在很多学者停止从年龄来读这段经

文，反而是从社会的地位来理解它。

提多似乎想借用老年人可以拥有社会

地位这个特质，来确保他自己有足够

的能力去影响教会。 

 

在保罗的社会观里，老年人肯定是最

适合成为家庭教会里长老的候选人。

虽然毫无疑问，老年人当中总会出现

有潜质成为长老的人，但是我们有质

疑，若把老年人理解为长老。我们可

以确定的说，保罗在此不是劝勉长

老，而是整体教会内年老的人。至少

对于提多来说，这些美德无论在克里

特或其他地方，都是保罗所期望信徒

应该有的行为模式。当长老的要成为

众人的榜样，老年人也当如此的跟着

去行，使少年人也要如此行在同一个

方向里。 

 

其实这三个美德似乎没有指明是描述

哪一个年纪，哪一个性别的人，因为

它同样适用于老年、少年妇女、以及

年轻人。 

 

为什么要求老年人要有这些品格？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保罗特别

以这些素质形容老年人呢？这些素质

的共通点，目的是要与那些假教师和

当时的社会文化作对照。如果我们把

保罗以健康来比喻信徒素质的说法，

就会发现保罗在劝勉教会内的信众，

要提防那些假教师的影响和社会来的

文化潮流传染给教会。一所有病的教

会要继续行在真理里，就需要健康的

成员带领众人走向健康的灵性。 

克里特信仰群体那反主流文化的生活

方式，对现代基督徒来说，或者比较

切实的问题是，在今天的世界里，信

仰如何反主流文化？又或者信仰曾经

这样做过吗？ 

 

根据保罗估计，面对着主流文化，最

好的解决方法不是开展某种保守的文

化战争，以此来对抗世俗的社会，而

是要克里特的信仰群体在这样的社会

里做榜样，以行动来自我证明自己的

行为，并以耶稣基督的信仰为基础。 

 

事实上，特意地劝老年人要有这样的

素质依然令人不解，但由于老年人这

个年龄比较全方位的关怀，而且思想

上最为成熟老练。假如那个家庭有一

位年长的男人，那么，他在那里就拥

有最大的权力。假如保罗所指的教会

是许多的家庭教会，那么，那家庭教

会中最年长的那位男信徒的品格，对

保罗的福音能给予他人一个美好的第

一印象，这显得非常重要。这就是保

罗时常主张的爱与父权的教导，也就

是指老年人要肩负起领袖一职。当他

肩负着职责时，不仅是指他拥有权

力，他更要成为众人的榜样。 
 

对年长妇女的劝勉 
第二个关注是年长的妇女，她们的生

命与年少的妇女不可分。对于年长的

妇女，保罗有两方面的教导，第一、

要求她们恭正的生活；第二、好好教

导年轻的妇女。 

 

一、过恭正的生活 

保罗要年老的妇女活出「恭正」的生

活。「恭正」是指不说缠言，意思就



是不喜欢说闲话及不作酒的奴隶，但

用善道教训人。 

 

保罗并不是阻止信徒喝酒，而是关注

是否过度沉溺于杯中物。对于克里特

人而言，酒是美好的东西，因为这是

古代和现代克里特人的普通饮料；只

是，保罗认为若一个年老的妇女过度

沉溺于酒，这是会叫她失去见证。沉

溺会让好东西变成坏东西。 

 

有关喝酒的规条，还有一个有趣的问

题出现：为什么保罗主要针对女性？

从希腊人对女性的观念中，尤其是年

老的妇女，醉酒和说缠言是他们的特

征。就如我们今天看一般香港人打麻

将是一个特征一样。虽然我们不应该

对人有偏见，但每一个偏见当中都有

它的事实性。保罗不希望教会的女性

拥有社会中最坏的特征。反之，保罗

希望教会打破社会的弊病。喝酒的讨

论是有一个更广阔的伦理原则，就是

教会成员的道德行为标准应该比社会

的更高。 

 

以上的共通点就是全部都与口有关

系，包括美善的教导。「恭正」带着

宗教的意味。因此「不说闲话，不醉

酒」，已经不是道德伦理的问题这么

简单，而是要求她们负起一些宗教责

任，是会影响他们对宗教的笃信程

度。 

 

二、好好教导年轻的妇女 

年老妇女的生活目的，似乎包括两方

面，一、她要教导年轻的妇女去爱他

们的家庭，要克己，要贞洁，料理家

务，待人有恩，以及顺服自己的丈

夫。大部分的妇女已婚，这是当时的

习俗。他们操练品格也不是为了自

己，也是抗衡教会外的文化挑战。

二、为了作见证的目的。有的丈夫是

非信徒，虽然类似哥尼流的也有。但

是家庭仍然是男性掌权，作一家之

主。所以，已经归信的妇女未必容易

叫丈夫归信。因此，信主的妻子维持

美好的生活见证更为重要。这也是保

罗对归信基督的女人一向的教导。 
 

反省今天的情况 
在保罗致提多的书信中，提及对老年

人的品格要求，让我们被提醒成熟的

基督徒，就是在社会上有地位，受人

尊敬的人，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无论是在家庭里，教会中，负起引导

年轻认识信仰的角色；就是在社会上

也能成为福音的见证人。 

 

我是在很传统的华校受教育成长的。

传统的华校在学术的教导与道德价值

观的灌输是平步进行的。但是如今，

公立的学校已经不能担负起伦理道德

教育的使命。唯一还有可能灌输价值

观的场合恐怕只是在幼稚园。对于基

督徒来讲，信仰代代的传承应该是家

庭的责任，只是今天对于年轻的父母

亲，若自己在灵性方面贫乏的话，要

负起引导下一代传承信仰也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 

 

教会作为建立敬虔生命的学校必须正

视这个问题。往往教会极力从事传福

音的事工，热心向社会上不信的群体

传福音；但是却忽略自己家庭对儿女

信仰上的传承。今天我们不是处于单

纯的信仰环境，孩子每一天都面对主

流社会的潮流思想的冲击，自由主

义、放纵主义、世俗主义的影响。如

果我们自己和我们下一代不继续在圣

经的话语上学习成长，我们不但不能

从圣经中获得好处去分辨神的旨意，

更有可能被冲走，最终像是一个不信



者或是异教徒一样。这样的现象已经

出现在今天的教会中。我是牧师，我

的家庭也没有免疫的能力，除非我的

孩子自己去面对神的话，活在神的话

语当中。我的孩子曾质疑我个人的属

灵经历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坦白讲，

完全没有意义！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

亲自体验的经历。只是信仰不是建立

在经历上，而是建立在神永恒不变的

真理上。这是我们华文教会必须要快

快觉醒的地方。我对于身为基督徒父

母而不在乎自己的孩子信仰感到非常

担忧。 

 

昨天早上，我出席一个社区奖学金颁

奖礼。会中贵宾是蒙巴登区国会议员

林谋泉先生。在他向一群大学生的演

讲中，演讲词中处处看到他对今天大

学生必须具有崇高价值观的憧憬。他

的演讲有两个重点。第一、获得优越

的成绩并不是代表成功。大学所获得

的知识只是在以后的工作中用得到

10%。而工作上对你的要求是品格。他

以自己的律师馆为例。他宁可聘请一

位顺服谦卑的普通律师，过于聘请一

位聪明能干，但是不顺服又骄傲的律

师。聪明能干不是使你步向成功的道

路，还要你的品格谦卑。第二、要孝

敬父母。不能忘记你的成功背后是你

父母给予你的恩情。不能因为你成

功，富足了就看轻或是藐视你的父

母。他的演讲好像是一位牧师。我与

坐在我身边的一位锡克教领袖都有认

同，说到：「林先生，他把我们的工

作也都做了。」 
 

 

 

 

 

总结 
保罗提到老年人广义上指的是在社会

上有地位、有权力、受人尊敬的人，

他们具有教导年青人走向健全的地

步。因此若他们在行为品格上节制、

端正、克己就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年长的妇人也是如此，她们若在行为

上超越社会的弊病，不醉酒、不说闲

话，只用善道教训年轻妇女，使年轻

妇女在家中作美好见证。那么家庭与

教会就走向健康的目标了。 

 

约伯记 12 章 12节这样说：：「年老

的有智慧；寿高的有知识。」诗篇 71

篇是一篇老年人的祈祷诗，第 18 节

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時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將你的能力指

示下代，將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

人。」而年轻人也不要虚晃度日，而

要向神祈求说：「求你教我们数算我

们短暂的年日，好使我們更有智慧」

（诗篇 90 章 12节），等到年老時才

能將神的话指示年轻的一代。 

 

 

 
 


